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

家、218家博物馆中，中国文物数量达167万件，而流散在

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数量更是馆藏的10倍之多。那么，

让更多海外文物“回家”，目前又有哪些文物追索的方

式？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表示，“因为历史等各方面

的原因，我们有大量的文物非法流失，而且中国流失海

外的文物，整个流失跨越的时间阶段很长，从19世纪下

半叶一直到当代。我们流失出境的方式也很多，包括战

争劫掠、非法盗掘走私等等。对于当代发现非法流失的

文物，我们目前采用比较多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途径追

索，包括展开双边执法合作、通过外交谈判来追索，这是

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他方式包括回购、捐赠

等。总体来看，依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依法展开追索，是

目前最为有效，同时也是成本最小的一种追索方式，也

是今后中国实现文物‘回家’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的文物追索能力不断

提高，取得了显著成就。2019年，国家文物局还专门成立了

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截至目前，中国已与秘鲁、意大

利、希腊、土耳其、美国、澳大利亚等27个国家建立了防止

文物盗窃、盗掘及非法出境的政府间合作框架，截至2024

年11月，已实现48批次2113件（组）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

此次回家的 56 件文物，大部分属于马家窑文化。

5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上游的远古先民，用河水、泥土

和颜料，塑造出人类最初的文明史。熟练掌握彩陶烧造

技艺的马家窑文化，年代大概距今5000年至4000年，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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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56件文物讲述“万里归途”
日前，意大利查获并返还的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正式回

归祖国的怀抱。据专家介绍，该批文物艺术品主要应为中国

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区的出土文物，大部分属于新石器时代

马家窑文化彩陶，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研究

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直接物质数据。

据央视新闻

据悉，56件文物大部分属于马家窑文化，但分属于三种不同类

型，分别是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那么，这批流失文物保

存状况如何？如果保存得不好怎么办？目前，专家已经对这批文物进

行了初步检测，对其保存情况和可能的病害情况开展了科学分析。

国家文物局组织保护修复专家对文物情况进行充分分析研判，

并选定平行锯齿纹双耳彩陶壶、四大圈三圆网纹双耳彩陶罐、折带

人形纹高低耳彩陶壶3件文物进行基础性保护。3件文物表面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彩绘脱落、泥土附着、硬结物及表面刻画病害，全部病

害种类达到10种。其中前两件文物存在历史修复痕迹。

在确认文物表面没有其他信息留存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对其采取

基础性保护措施。同时，主要针对泥土附着和硬结物进行清洗，去除

表面附着沉积物及有害物质、恢复部分文物原貌的效果，使表面纹饰

得以较清晰显现。而针对残断、裂纹、脱落和历史修复痕迹等病害，则

需在后续利用光学显微分析、内窥镜等检测分析基础上进行评估和研

究，再制定保护方案，以全面改善文物保存、展陈状况。

这批文物在外“漂泊”多年
保存状况如何？

此次回归的56件文物中，有8件文物进行了展示。这些文物无

论是保存状况还是自身价值，都极具代表性。那么，一件件文物里

到底藏着哪些历史信息？专家也为我们揭开了谜底。1924年，马家

窑文化彩陶在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马家窑村首次被发现，惊艳世

人。有学者如此赞叹：这是史前的“中国画”。回归文物中，这件陶

色略淡的彩陶名为“内外彩水波纹彩陶盆”，被定义为马家窑类型。

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出土数量较少，完整器更为少见。因此，这件彩

陶盆十分珍贵。纯黑彩绘纹饰是马家窑类型彩陶的一大特征。这

件彩陶盆以黑彩在器物内壁饰以水波纹和平行线纹，同时在器物外

表饰水波纹，整体把流水的动态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旋涡方格网纹双耳彩陶壶是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距今约4500

年。红黑色复彩是采用矿物颜料在陶坯表面绘制图案后入窑烧制

而成，色泽鲜艳，不易褪色，形成三色交织的斑斓画面。同为马家窑

文化半山类型的平行锯齿纹双耳彩陶壶，腹部用三组红黑相间的多

道平行条纹和锯齿纹组成一幅完整图案。以黑红彩相间的锯齿纹

组成葫芦、蛙、菱格、平行线等纹样，是半山类型纹式最鲜明的特色，

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陶器的重要标志。

四大圈三圆网纹双耳彩陶罐和折带人形纹高低耳彩陶壶，都是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距今约4200年。彩陶壶口沿内绘一圈宽带

纹，颈部饰红彩，腹部饰红黑彩三角折带纹，填人形纹。此彩陶壶的

器型较为少见，颇为珍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说，三个时期的彩

陶中，马家窑类型的数量相对少一点，半山类型的有一部分，最大宗

的是马厂类型的彩陶，目前看保存的情况还不错。

此次56件流失文物的回归，也是几代文物工作者在

国际上不断呼吁、不断努力、多方奔走的阶段性成果。

那么，中意双方是如何开展合作推动文物返还的呢？

2006年，意大利与我国签署政府间打击文物走私的

双边协定。2021年至2024年，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活动部

保护文化遗产宪兵司令部三次致函我驻意大利使馆文

化处，请中方为其在执法过程中查获的疑似中国流失文

物提供鉴定协助。

国家文物局根据专家鉴定和法律研判结果，向意方

提供了翔实的鉴定意见和法律依据报告，并通过外交渠

道向意大利政府正式提出返还要求，意方作出返还上述

56件文物艺术品的决定。

回归文物中
藏着哪些珍贵历史信息？

中意双方如何开展合作
推动文物返还？

如何展开追索
让更多文物“回家”？


